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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要：我国黑龙江地区作物秸秆资源丰富，利用潜力巨大，但目前仍然比较粗放的秸秆资源利用方式严重污染农业
生产和生活环境。本文基于黑龙江省农户作物秸秆利用情况实地调研数据，对影响农户进行作物秸秆再利用的因素进
行分析，并对政府采取秸秆再利用政策提供建议。

 一、前言

 秸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副产品。作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可再生资源，其具有丰富氮、磷、钾及有机质养分。黑龙江
省作为农业大省，据资料显示，每年秸秆产生量高达1.3亿吨，其秸秆资源十分的丰富。实现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
，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。但是，近年来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得到发展，农民生活条件和农村燃料结构
也发生了变化，作物秸秆逐渐沦为农产品附属的废弃物。在春种秋收的农忙季节，秸秆无法快速腐熟于田间，露天焚
烧便成了农户首选处理秸秆的方式。资料显示，2017年10月9日至11月10日，环境卫星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在黑龙江省
境内发现了1，889个火灾点数。根据省环保部门污染源分析，哈尔滨市秸秆焚烧对雾霾问题的“贡献率”达到10%以
上。由此产生的污染物在城市中迅速积聚，这加剧了雾霾的高发生率。雾霾天气已经成了黑龙江乃至全国亟须解决的
社会性问题。自1992年以来，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以实现秸秆焚烧的总体目标和关键任务并
促进其综合利用。黑龙江省秸秆产量丰富，作物秸秆资源利用潜力巨大，调查黑龙江省秸秆利用方式具有典型政策意
义。因此，本文以黑龙江省为例，基于一定数量的农户生产数据进行调研，调查秸秆利用方式，探讨影响农户秸秆利
用行为的关键因素，提出相应政策建议。

 二、黑龙江省秸秆资源现状

 基于黑龙江秸秆资源利用的潜力，本部分重点对黑龙江的秸秆资源现状、利用效率及未来前景等现状进行分析。

 （一）秸秆资源数量丰富。黑龙江耕地面积达2.39亿亩，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超1，200亿斤，年秸秆产生量在1.3亿
吨左右，约占全国秸秆总量的1/8。在农作物秸秆中，玉米秸秆和稻谷秸秆占大部分比重。玉米主产区主要为松嫩平
原南部和辽河平原北部，也称作松辽平原，有“中国的玉米带”之称。水稻种植区域扩展到全省，东部地区比较集中
。

 （二）秸秆利用效率低下。黑龙江省秸秆年综合利用率仅为65%左右，比全国低约17个百分点。由于技术等客观条
件限制，黑龙江省秸秆可收集量约为1.1亿吨，其中综合利用量约为5，500万吨，仅仅占可收集量的50%。“五化”技
术推广情况不容乐观。

 （三）秸秆利用前景广阔。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，秸秆资源十分丰富，且未得到充分开发，市场十分广阔。黑龙江
地区长期的粗放型种植，造成黑土流失、土壤耕层变薄、有机质含量下降。而通过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措施可以实现
土壤有机培肥。另外，黑龙江省地处“黄金奶源带”，畜牧业前景十分乐观。因此，需要巨大数量的秸秆、牧草等饲
料。除此之外，黑龙江省地处高寒地区，每年需要大量燃煤取暖，然而秸秆作为重要的生物质能，还没有被广泛应用
。因此，黑龙江地区发展作物秸秆的前景十分广阔。

 三、调查地区及样本分布

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8年9月在黑龙江省开展的小麦、水稻和玉米秸秆再利用方式实地调研数据。样本选择采用
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，从选定的3个市中每个随机选择2个县，每个县随机选取2个乡镇，再从每个乡镇中，通过等距
抽样方式随机抽取20位农户作为访问对象。最后共选取了3个市6个县12个乡镇开展调研。调研共收回238份问卷，经
过后期的统计整理，删除无效问卷后共得有效问卷225 份，问卷有效率达到94.5%。

 通过对3个地区238个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，运用二元逻辑斯蒂模型对影响农户利用秸秆的因素做显著性检
验结果显示：在本文所选取评价指标体系中，要有5个指标对农户决策是否利用秸秆具有显著的影响，影响显著性从
强到弱分别是：秸秆利用技术政策推广力度＞农业收入占家庭比重＞农业综合机械化率＞农户对秸秆利用技术的认知
情况＞农民的文化水平。因此，秸秆利用技术政策推广力度越大、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、机械化作业水平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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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、秸秆利用技术认知越清晰、农户的文化水平越高、农户秸秆利用的程度越高。

 四、研究结论

 （一）农户作物种植规模总体偏小。种植规模决定秸秆利用行为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，农户种植规模，最终是秸秆
产量，决定秸秆利用方式。也就是说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显著影响秸秆处理方式。只要种植规模够大，秸秆产量够多
，就可能产生规模经济，秸秆将会被经济利用。相反，如果规模太少，秸秆产量有限，那么秸秆的处理方式可能比较
随意，丢弃或焚烧最简便。

 （二）作物秸秆处理方式比较原始。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秸秆理论资源总量约为6800×104t，约占国粮食作物秸秆总
量的9.7%。尽管发现很多秸秆利用方式，但是在调研中发现农民秸秆利用方式排名前五的仍然是直接还田、露天焚烧
、炊事燃料、粗饲料和直接丢弃。“秸秆五化”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64.1%，但其中肥料化、饲料化传统利用方式仍
占比较大，能源化、原料化、基料化、产业化利用方式占比较小。

 （三）秸秆类型影响秸秆利用行为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，农户作物种植结构显著影响秸秆利用及结构。不同的秸秆
有不同用途，而且收集、运输和处理方法差异很大。例如，玉米秸秆可做饲料，小麦秸秆用作造纸原料，这在我国均
有悠久传统。除炊事燃料、丢弃和焚烧之外，目前没有大规模秸秆利用途径。因此，秸秆种类，影响秸秆利用行为。

 （四）秸秆利用方式不同地区差别明显。从研究情况来看，有些地区采用秸秆直接还田办法。例如，齐齐哈尔和大
庆，比例接近70%。根据问卷调查数据，有些地区直接焚烧较多。例如，牡丹江市焚烧率达50%左右。有些地区能源
化利用较好，例如哈尔滨为11%。

 五、政策建议

 总之，我国黑龙江地区作物秸秆资源丰富，利用潜力巨大，但目前仍然比较粗放的秸秆资源利用方式严重污染了农
业生产和生活环境。基于黑龙江省的农户作物秸秆利用情况的实地调研数据，笔者对影响农户进行作物秸秆再利用的
因素采纳进行分析，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在农户秸秆再利用方面采取以下措施：

 （一）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，提高经营集中度。提升经营范围，增加土地流转速度。偏小的农户种植规模导致秸
秆产量数量不可观，远远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，对农户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产生一定阻碍。

 （二）加大环保宣传力度，并强化监测与监管。加大环保宣传力度，并强化监测与监管是解决秸秆燃烧的重点。加
强秸秆利用技术政策推广力度环保宣传，杜绝秸秆不合理利用。各地区秸秆利用情况差异很大差异较大，应在情况不
乐观的地区重点监测、监管。

 （三）增加堆肥还田，减少直接还田。秸秆还田是主要利用方式，例如，调查结果显示，将近70%的小麦和玉米秸
秆直接还田。但是，是否达到还田的目的必须关注。有些还田甚至影响田间管理，因此很难达到增加土壤肥力的效果
。要提高堆肥还田比例，为此，国家要增加投资，提高堆肥还田效率，节省劳动力成本。

 （四）加快作物秸秆再利用综合机械化率。加快作物秸秆再利用综合机械化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这会提高秸秆的
利用效率与效益，会提升居民的积极性。例如，提升打捆机械水平以提高秸秆处理效率。劳动和生产的机会成本是影
响农户还田、丢弃秸秆的主要因素，效率较低、机会成本较高的现行利用方式意味着要实现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，
政府必须帮助农户提高综合机械化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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